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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湖南的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戴希喜欢研究历史，他以唐代

为故事背景创作的《特别赏赐》等

微小说，曾在全国文坛产生过一

定的影响。此次，他虽然是第一次

来到宝鸡，却对这里并不陌生。他

说自己很早就知道一句成语“周公

吐哺，天下归心”，那时就记住了岐

山、记住了宝鸡。

通过实地参观采风，他对宝

鸡又了解多了一点、深入了一些。

他表示，自己对宝鸡的感受，除了

充满敬仰，还有深深热爱。因为宝

鸡历史悠久、文化厚重，这里有“中

国”一词的最早记载，是中华文明

的源头与摇篮！宝鸡风光如画、物

产丰富，是让人引以为豪、感到幸

福的好地方。

他提及家乡常德利用微小说

创作的优势，持续举办国际微小

说节，倾力打造微小说文化品牌，

使得常德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大

增。因此，他诚挚地建议宝鸡大做

文化建设的文章，充分发掘利用

宝鸡历史文化优势，在大力传播

弘扬中华文明的同时，提升城市

的影响力。戴希说：“宝鸡应该是

最具文化自信的地方。宝鸡发展

文化建设的条件比常德好得多，

只要努力，在国内外的影响肯定

会比常德更深更远。”他还表示，

宝鸡这片深厚的沃土是盛产故事

的地方，今后他将用心搜集相关

史料，认真构思、潜心创作与周礼

文化相关、与中华文明相关、与美

丽宝鸡相关的历史小说，以表达

对历史、对宝鸡的敬仰与热爱。

“看中国, 来宝鸡”这句城市

宣传语，给第一次来宝鸡的葛一敏

留下特别的印象。她说：“两天来，

每到一处参观走访，我都能深切

体会它们背后承载的深厚文化，这

超出了我的想象。”尤其是在青铜

器博物院和周原博物馆内，看到种

类繁多的青铜礼器后，她不住地赞

叹：不可思议，震撼！在她的眼中，

那一件件造型独特、纹饰精美的青

铜器，浓缩的是璀璨、悠久、深远的

中华文明、中国文明。

“也许是一脉相承的原因吧，

我觉得现在的宝鸡继承了其博大

精深历史文化中的精粹，并将它

与当代精神结合、融合。”通过这

次采风，葛一敏说她的另一大收

获就是，看到了宝鸡的城市发展

有着自己独特的城市魅力，从城

市的建筑、街道、景区，乃至声名

远扬的传统美食，无不体现出文

化传承与高速发展。宝鸡既是传

统的，又是现代的，从传统中可感

受和领略古老文明。“我们都说读

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要向读万卷

书的文友作家们说：如果要行万

里路，寻访中华文明，来宝鸡，这

里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品种多

样的传统美食，为高速发展的城

市注入了别样风采，带来了别样

魅力，宝鸡将是一个不虚此行的

目的地，是一座有着美好记忆的

城市。”

在吴芸茜看来，虽然这次宝

鸡之旅略显短暂，但久仰大名的

青铜器博物院给她留下了深刻印

象，让她收获颇多。在解说员娓娓

道来中，吴芸茜缓缓走过“青铜器

之乡”“周礼之邦”“帝国之路”“智

慧之光”的展厅，她对青铜器文化

的认识更深了。展区中的大盂鼎、

散氏盘、虢季子白盘、何尊、折觥、

墙盘、逨盘……承载着闪亮的青

铜文明。宝鸡作为周秦文明的发

祥地，自汉代以来就出土了不少

青铜器，数量之巨、精品之多、铭

刻内容之重要，均居全国之首，吴

芸茜心怀敬意地感受着有着“青

铜器之乡”美誉的宝鸡。

她发现，宝鸡人也是让她

佩服的，博物院、博物馆中的讲

解员，深入浅出、融会贯通的解

说，不仅是对工作的一份专业，

还源自她们自身的文化素养。

“她们淡定优雅的气质，她们彬

彬有礼的待人接物，这是对本

地文化的自豪与自信。”吴芸茜

连声夸赞着她们，“看到这些年

轻人，我相信宝鸡的明天一定

会更好。”

参观时，吴芸茜被那个呆萌

的折觥所吸引，她感觉这件青铜

器颇像一个现代的卡通形象，完

全猜不到它本身竟然是盛酒的器

物。她一边惊叹，一边兴致勃勃

地表示，如果可以根据这些花纹

独特的青铜器衍生出一些文创产

品，一定能更好地弘扬中华传统

文化，让更多的人记住宝鸡。

第一次踏足宝鸡市区，给来

自湖南的女作家赵燕飞留下了

良好印象。作家采风团下榻市区

建国饭店当晚，副省长、宝鸡市

委书记徐启方在欢迎会上致辞讲

话，侃侃而谈长达半个多小时，

就像一部精彩的“宝鸡指南”，让

赵燕飞对宝鸡的今昔有了更深的

了解。她发现宝鸡的夜景很美，

宝鸡的白天和夜晚一样美丽：

城市环境干净，大气，比之于许

多省会城市毫不逊色，用她原话

说：“比我们长沙还要好！”

赵燕飞感觉这趟寻根溯源

之旅，拉近了她和宝鸡这座城市

的距离，从此有了一种心之所系

的联系。她颇有感触地说，周原

文明是我们中国文化的奠基石，

“周礼”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

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

世界。来到周原，感受这片沃土，

追寻祖先立国、创业、施政、生活

的足迹，每个中国人都应抱着谦

卑、恭敬的态度，要有所感知、有

所沉淀、有所收获，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

赵燕飞说，宝鸡的深厚历史

文化底蕴及其在现代化进程中

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世人对

她的一知半解。宝鸡如果在宣传

与文化建设方面再加大力度，让

更多的人知道她、了解她、爱上

她，宝鸡定会飞得更高、飞得更

远。赵燕飞表示，作为文艺工作

者，回去以后要多写宝鸡故事，

让宝鸡故事通过作家之笔传给

更多的人。

很多年前，陕西丹凤县

青年诗人、小说家陈仓开始

使用“陈仓”这个笔名，一

直用到现在，从未更改，尽

管他从没踏上过陈仓（宝鸡

古名）这块土地。因为这个

名字，宝鸡成了他的精神故

乡。他很期待有一天能到宝

鸡看看。

这次宝鸡之行给他的印

象是：这块土地的灵魂非常

饱满，不仅有着自强不息的

信仰，有着不断进取的悠久

历史，还有着正在阔步前进

的未来。经过几天的学习感

受，他感觉精神更充实了，也

更加自信了。他说：对一个

作家而言，这种文化上的自

信非常有意义，当你形诸笔

墨之时，不仅仅你的思想根

须会扎得更深，文字思维上

也会不经意地被浸润，更重

要的是气场将变得更强大，

也更有能力控制你笔下的人

物。关键是看了那么多的故事，接触了一些现实

人物，他们正在投入火热的生活，正在建设美丽

幸福富裕的家园，接下来再写的时候，人物肯定

会有某种程度的丰满。另外，这次宝鸡之行，还

改变了他对渭河的印象，原来以为渭河是浑黄

的，没有想到却是如此清凌凌，映照着蓝莹莹的

天空，这应该是近几年加大环境治理的结果。

陈仓说，周文化是华夏文明的源头之一，从

西周开始就崇尚礼，从这个角度看，自己和众多

华夏子孙一样，从周原文明中吸收到了很多营

养。他之所以现在可以称为一个文明的人、彬彬

有礼的人，根源是受到了这块土地的影响，对这

一点，他心存感恩。

青铜器、周原遗址、法门寺、

凤香型西凤酒……这些具有西府

宝鸡特色的文化符号，给初来乍

到的外地客人以极大的震撼，《红

岩》杂志主编、作家刘阳即是其中

一位。她以女性作家特有的感性

体验，感知她所看到的一切新鲜

东西，并在内心深处激荡出一种

庄重而又热烈的情感，我们把这

种情感叫作“寻根”。正像她所言，

这是一种美好的、奇妙的感觉，在

其他地方是没有的。走进周原遗

址和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她感受

到了宝鸡的神奇、神秘；接触当

地人，她感受到了宝鸡人的自豪

和低调，没错，自豪和低调这两个

貌似对立的词语，就这样“中和”

在每个宝鸡人的脸上，愈发引起

她的兴趣。其实，几千年来，低调、

平和不就是中国人的性格吗？自

信、自豪也是我们的文化底蕴或

者说是性格底蕴，只不过我们一

度找不到它而已！

现在，刘阳来到周原采风，和

其他外地作家一样，同样生发出

找到中国文化之根的自豪之情！

她称赞说，“中国”两个字以词语

第一次呈现在古老的青铜器铭文

中，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宝鸡足

够“伟大”！她认为，文化自信

属于每个中国人而不仅仅属于作

家，自信来自于每个中国人对传

统文化的认知、保护、传承、发展

和繁荣，大家要共同把中华文脉

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红岩》 杂志主编刘阳：

周原寻根是一种美好的体验
本报记者 巨侃

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创作委员会委员、《散文选刊》主编葛一敏：

这个城市的故事非常动人
本报记者 王卉

《湖南文学》 杂志社副主编赵燕飞：

让宝鸡故事通过作家之笔传出
本报记者 巨侃

中国微型小说学会副秘书长戴希：

利用历史文化优势做文章
本报记者 王卉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编审、文学博士吴芸茜：

我相信宝鸡的明天会更好
本报记者 王卉

来自陕西文学院的青年作家周瑄璞说，此

次周原行是将之前零星、片面的宝鸡印象来了

一次大汇总、大升级。

她难忘三十年前跟着宝鸡小伙伴回老家

的情形，那是她第一次来宝鸡，即便坐火车也

得半天时间才能到。小伙伴带她到渭河边美

美地逛了一上午，还尽地主之谊请她吃了擀

面皮，那时西安还没有擀面皮，她第一次吃擀

面皮，尽管满嘴都是红油，但是那美味让她惊

叹。“那一趟，我就知道宝鸡是个好地方，好玩

还有好吃的！”周瑄璞说从此她就盼望着再

去宝鸡。

周瑄璞说自己好几次在高速公路上路过

宝鸡，顿时文思泉涌。“它那绵长的身躯像是

给匆匆路人相伴或者守候，任汽车奔驰十多

分钟，它只是无尽绵延。”“高楼大厦组成的城

池，坦然伸展，夜晚更会有灯火照映。现代文明

的光影，让路人不再寂寞。”宝鸡的印象不断地

出现在她的作品中。当然，她也有忍不住下高

速、驱车来到市内的时候，宝鸡市区东西贯通，

她途经卷烟厂、行政中心、渭河两岸，观光一

番，赞叹这里颇有现代大都市的风采。当然，她

最终还是会用一顿美食犒劳自己。周瑄璞说：

“几千年来，这片博大厚重的土地传递着无尽

的文脉和中华民族的精神，也不停地刷新着我

之前对宝鸡的概念和印象。”她对宝鸡满是温

情和喜悦，她期待再次来宝鸡。

陕西文学院专业作家周瑄璞：

期待再次来宝鸡
本报记者 王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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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名家 宝鸡（下）
说


